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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槽的安装工程 净化槽的维护管理

为了充分发挥净化槽的功能，必须遵循净化槽施工技术的标准，在具有国家资格的净化槽设

备士的监督下，由在都道府县知事处注册后的净化槽施工企业实施安装工程。

小型净化槽基本上都是在工厂批量生产的玻璃钢（FRP）或工业塑料（DPCD）制品，其施工必

须按照下图所示的流程来进行。

大型净化槽基本上都是采用钢筋混凝土（RC）结构，在现场安装施工的，其施工方法和需要注

意事项与一般的污水处理设施施工相同。

只有做到正确地使用，才能实现净化槽的设计性能。净化槽法中规定，净化槽使用者中的责任方为净化槽管理者。净化槽管理者

必须定期对净化槽进行点检，并实施堆积污泥的搬运等清扫工作。

由于净化槽管理者并不一定具有点检和清扫方面的专业知识，通常是将这些业务委托给净化槽维护点检企业和净化槽清扫企

业来进行。净化槽法规定，净化槽每年必须接受一次由都道府县知事指定的检查机构实施的法定检查，以确认这些维护点检和清扫

工作是否切实地得到实施，净化槽的性能是否得到正常发挥。

实施净化槽维护管理的技术人员，包括净化槽管理士、净化槽清扫技术员和净化槽检查员等。
净化槽设备士

挖掘作业

混凝土底部施工

安装（内部设备的确认）

回填作业注水

接管

表层混凝土钢架施工

●挖掘
挖出安装净化槽主体所需大小的土坑。根据安装地点的土质和地基情
况，相应加筑围墙或排水。

●打地基
在坑底铺上卵石充分夯实，使净化槽保持水平不下沉或上浮。浇注成
水平的水泥板，然后再在其上面打造水泥底板，使净化槽主体便于水
平安装，并承受净化槽和顶板的重量。

●安装主体
将净化槽水平安装在预定的位置上。

●注水
为了保持净化槽主体的稳定，防止回填时主体的移动和变形或破损，
将自来水等注入净化槽内，对水平情况进行确认。同时也确认是否有
漏水的情况。

●回填
首先用土填埋净化槽的下半部分，同时浇水将土质压实。其次同样进
行上半部分的回填，一直将土回填到进水管和出水管的高度。

●连接管道
将管路部分的土质充分压实后，将进水管和出水管与净化槽主体连
接。在安装进水管和出水管时要注意按照施工设计规定的坡度，保证
将管道和检查口安装在规定的位置，并进行回填。

●安装设备
将鼓风机和水泵等附属设备安装在规定的位
置。鼓风机等容易产生噪音和震动，在安装时
要充分注意其位置，同时应该安装在事先打
好的基座上。

●电气设备工程
需要使用防水型的净化槽专用电源，同时注
意要接地线。

试运行
施工结束后，确认各个装置和附属设备是否能够正常运转。此时还要
再次充分确认水平、有无漏水、水流方向等的情况。

●表层混凝土钢架施工
为了便于日常的点检作业，防止雨水的渗透和净化槽主体的上浮等，
在完成回填或连接管路的作业后，在净化槽主体的上方安装混凝土钢
架。

●移交
经过试运行确认各项内容后，接受规定的检查，将需要的文件资料一
起移交给净化槽管理者，同时向净化槽管理者就使用和维护点检、清
扫以及法定检查等事项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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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小型净化槽安装工程示例

图-18 净化槽的维护管理体制

法律第7条，
安装后的水质检测（
目的
确认：
安装工程是否合理
处理能力是否正常

实施时间
投入使用后3-8个月

实施者
指定检查机构
（都道府县公益法人）

法定检查

目的
保持正常的处理能力

实施频次
每年3次以上
（根据处理工艺、使用
情况等有所不同）

内容
·检测污泥堆积情况
·检测各槽内的水质
·检修鼓风机等设备
·补充消毒剂

实施者
维护点检企业
（都道府县注册企业）

维护点检

目的
恢复正常的处理能力

实施频次
每年1次

 内容
·掏出污泥
·清洗附属装置
·检查槽内内有无异常

实施者
清扫企业
（市町村许可企业）

清 　    扫

（法律第11条  定期检查）

目的
确认：
安装工程是否合理
处理能力是否正常

实施频次
每年1次

内容
·外观检查
·水质检测
·资料检查

实施者
指定检查机构
（都道府县公益法人）

法定检查

净化槽检查员 净化槽管理士 净化槽清扫技术员 净化槽检查员

）

净化槽管理士 68,668 净化槽的维护点检
净化槽设备士 81,464 净化槽的施工

净化槽技术管理者 25,105 501人槽以上净化槽的管理
净化槽清扫技术员 14,782 净化槽的清扫
净化槽检查员 1,119 净化槽的法定检查

净化槽检查机构 66 净化槽的法定检查
净化槽生产厂家 45 净化槽的研究开发及制造
净化槽维护点检企业 13,101 净化槽的维护点检
净化槽清扫企业 5,573 净化槽的清扫
净化槽施工企业 35,388 净化槽的施工

资格人/企业 注册者/企业数量 业务内容 依据法律

净化槽法

净化槽法

净化槽法

实施细则

（委托）

法定检查

（委托）

维护点检 清扫

（委托）

净化槽管理者

(净化槽技术管理者)指定检查机构

维护点检企业 清扫企业

（2008年度末）

内容
·外观检查
·水质检测
·资料检查

有关净化槽的技术人员及企业的数据专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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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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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检测
·资料检查

有关净化槽的技术人员及企业的数据专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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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小册子是由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的资助制作的。

净化槽安装的国家补助制度 日本粪便处理技术的发展

为了推进生活污水的治理，环境省于1987年创建了针对安装净化槽的个人，由国家补助部分安装费用的“净化槽安装建设事业”

制度。又在1994年创建了针对市町村实施的净化槽建设事业（设施为市町村所有），由国家补贴部分安装费用的“市町村净化槽建设

推进事业”制度。

同时，作为地方单独实施的事业，市町村安装的净化槽，还有安装家用净化槽的“个别排水处理设施建设事业”和建设用于集中处

理多户生活污水的净化槽的“小规模集中排水设施建设事业”，这些安装费用中的一部分可利用总务省的交付税措施得到补助。

这些由国家制定的对净化槽安装费用的补助制度，成为推动净化槽普及的重要力量。

为满足社会对粪便处理的需求，引导新的社会潮流，日本不断地研究开发出各种粪便处理的新技术。

1950年代，粪便处理技术以厌氧消化处理为主。从那以后，又开发出占地少的紧凑型的处理技术，以及各种具有高度处理性能

的粪便处理技术。另外，粪便处理厂也从最初单是处理粪便，转变为除粪便以外还处理净化槽污泥和高浓度的有机废弃物，并实现

了从废弃物处理设施向资源再生设施的转变和升级。

下面介绍的是日本主要的粪便处理技术。

厌氧消化槽和散水滤床法，或活性污泥法相结合。(具有可以产生甲烷气体和肥效高含水率低的消化污泥的优点。)

采用金属盐和消石灰等絮凝剂进行固液分离，再结合散水滤床法，或活性污泥法。

为了使处理设施占地少，减少臭味防止次生公害，用好氧消化工艺取代厌氧消化工艺。

将粪便用５～10倍的水稀释以后，用生物脱氧法工艺进行处理。

粪便不经过稀释直接投入到高负荷硝化脱氮设备，固液分离设备，絮凝分离设备进行処理。

粪便经过高负荷脱氮处理工艺处理后，后续的固液分离等工艺采用膜分离装置来进行处理。

厌 氧 消 化 处 理 技 术

化 学 処 理 技 術

好 氧 消 化 处 理 技 术

标 准 脱 氮 处 理 技 术

高 负 荷 脱 氮 处 理 技 术

膜分离高负荷脱氮处理技术

：

：

：

：

：

图-19 净化槽国家补助制度概念图

图-21　日本粪便（含净化槽污泥）处理量的变迁3）

图-20　日本粪便处理技术的发展历史

表―６　粪便处理厂相关制度的变迁

对粪便处理厂的国家补助开始

发布粪便消化池构造的相关标准

制定粪便处理厂及其维护管理标准

发布粪便处理厂构造指针

修改粪便处理厂构造指针（追加二段活性污泥法、絮凝分離法）

修改粪便处理厂构造指针（净化槽污泥处理工艺体系化）

修改粪便处理厂构造指针（追加高负荷脱氮处理工艺，高级处理）

修改粪便处理厂构造指针（放流水BOD20mg/L）

对污泥再生处理中心国家补助开始

修改粪便处理厂构造指针（追加甲烷回收设备）

1953

1956

1966

1977

1979

1981

1988

1993

1997

年 制  度

例如：假设安装家用净化槽（5人槽），其费用为84万日元，
如果由个人依据“净化槽安装建设事业”安装，只需负担50.4万日元，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补贴为33.6万日元
如果由个人依据“市町村净化槽建设推进事业”安装，只需负担8.4万日元，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补贴为75.6万日元

国库补助对象（40%）

＊地方债券本息返还费的50%为地方交付税措施

●净化槽安装建设事业（个人安装型）

●市町村净化槽建设推进事业（市町村安装型）

●个别排水处理设施建设事业（市町村安装型）
●小规模集中排水处理设施建设事业（市町村安装型）

个人负担（60%）

个人负担
（10%）

30％70％

交付税措施适用范围100%

※1997年以后，对于本应由一般财政预算支出的部分，临时性地改由下水道事业债的临时措施部分来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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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1　日本战后建的大型粪便处理
 厂（砂町粪便处理厂,处理能
 力3,600 kL/日,1954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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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措施部分）

维护管理费用示例【BOD除去型净化槽】

其中：

台/年

维护点检费

清扫费

电费

法定检查费

21,000円

26,000円

13,000円

5,000円

22,000円

35,000円

19,000円

5,000円

65,000円 81,000円

5人槽 7人槽

参考文献

国库补助对象（100%）

●国家补助预算的变迁与净化槽的维护管理费专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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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左侧起，「江戸各所图会」、新宿历史博物馆收藏；「江戸、明治世渡风俗图」、国立国会图书馆收藏；はばかりながら「厕所文化」考、文艺春秋社；「和汉船用集卷第5」，
2）渡辺信一郎、「江戸的厕所」、新潮丛书，3)井上雄三、我国的粪便处理技术和历史、月刊净化槽，4)国土交通省资料，5)東京都环境局资料　

这本小册子是由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的资助制作的。

净化槽安装的国家补助制度 日本粪便处理技术的发展

为了推进生活污水的治理，环境省于1987年创建了针对安装净化槽的个人，由国家补助部分安装费用的“净化槽安装建设事业”

制度。又在1994年创建了针对市町村实施的净化槽建设事业（设施为市町村所有），由国家补贴部分安装费用的“市町村净化槽建设

推进事业”制度。

同时，作为地方单独实施的事业，市町村安装的净化槽，还有安装家用净化槽的“个别排水处理设施建设事业”和建设用于集中处

理多户生活污水的净化槽的“小规模集中排水设施建设事业”，这些安装费用中的一部分可利用总务省的交付税措施得到补助。

这些由国家制定的对净化槽安装费用的补助制度，成为推动净化槽普及的重要力量。

为满足社会对粪便处理的需求，引导新的社会潮流，日本不断地研究开发出各种粪便处理的新技术。

1950年代，粪便处理技术以厌氧消化处理为主。从那以后，又开发出占地少的紧凑型的处理技术，以及各种具有高度处理性能

的粪便处理技术。另外，粪便处理厂也从最初单是处理粪便，转变为除粪便以外还处理净化槽污泥和高浓度的有机废弃物，并实现

了从废弃物处理设施向资源再生设施的转变和升级。

下面介绍的是日本主要的粪便处理技术。

厌氧消化槽和散水滤床法，或活性污泥法相结合。(具有可以产生甲烷气体和肥效高含水率低的消化污泥的优点。)

采用金属盐和消石灰等絮凝剂进行固液分离，再结合散水滤床法，或活性污泥法。

为了使处理设施占地少，减少臭味防止次生公害，用好氧消化工艺取代厌氧消化工艺。

将粪便用５～10倍的水稀释以后，用生物脱氧法工艺进行处理。

粪便不经过稀释直接投入到高负荷硝化脱氮设备，固液分离设备，絮凝分离设备进行処理。

粪便经过高负荷脱氮处理工艺处理后，后续的固液分离等工艺采用膜分离装置来进行处理。

厌 氧 消 化 处 理 技 术

化 学 処 理 技 術

好 氧 消 化 处 理 技 术

标 准 脱 氮 处 理 技 术

高 负 荷 脱 氮 处 理 技 术

膜分离高负荷脱氮处理技术

：

：

：

：

：

图-19 净化槽国家补助制度概念图

图-21　日本粪便（含净化槽污泥）处理量的变迁3）

图-20　日本粪便处理技术的发展历史

表―６　粪便处理厂相关制度的变迁

对粪便处理厂的国家补助开始

发布粪便消化池构造的相关标准

制定粪便处理厂及其维护管理标准

发布粪便处理厂构造指针

修改粪便处理厂构造指针（追加二段活性污泥法、絮凝分離法）

修改粪便处理厂构造指针（净化槽污泥处理工艺体系化）

修改粪便处理厂构造指针（追加高负荷脱氮处理工艺，高级处理）

修改粪便处理厂构造指针（放流水BOD20mg/L）

对污泥再生处理中心国家补助开始

修改粪便处理厂构造指针（追加甲烷回收设备）

1953

1956

1966

1977

1979

1981

1988

1993

1997

年 制  度

例如：假设安装家用净化槽（5人槽），其费用为84万日元，
如果由个人依据“净化槽安装建设事业”安装，只需负担50.4万日元，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补贴为33.6万日元
如果由个人依据“市町村净化槽建设推进事业”安装，只需负担8.4万日元，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补贴为75.6万日元

国库补助对象（40%）

＊地方债券本息返还费的50%为地方交付税措施

●净化槽安装建设事业（个人安装型）

●市町村净化槽建设推进事业（市町村安装型）

●个别排水处理设施建设事业（市町村安装型）
●小规模集中排水处理设施建设事业（市町村安装型）

个人负担（60%）

个人负担
（10%）

30％70％

交付税措施适用范围100%

※1997年以后，对于本应由一般财政预算支出的部分，临时性地改由下水道事业债的临时措施部分来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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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1　日本战后建的大型粪便处理
 厂（砂町粪便处理厂,处理能
 力3,600 kL/日,1954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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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管理费用示例【BOD除去型净化槽】

其中：

台/年

维护点检费

清扫费

电费

法定检查费

21,000円

26,000円

13,000円

5,000円

22,000円

35,000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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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円

65,000円 81,000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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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库补助对象（100%）

●国家补助预算的变迁与净化槽的维护管理费专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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